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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互动与大学生多元读写能力的构建 ①

李　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公共英语教研部，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伴随着国际上多元文化的飞速发展及各种语言变体的出现，单纯的语言符号已无法对话语进行全面的分析
和解读；交际的完成趋向于靠多种感官传达信息，传统语法认为是副语言的声音、图像、颜色及动作等符号在现代交流中

不再处于辅助位置，而是正和语言符号一起形成更为宽泛的符号资源，参与并构建新的模态话语。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

理论对多模态话语进行简单的评述，界定学术界对多元读写能力的论述，通过对哈市某高校的调查来阐述大学生的多元

读写能力。述评多模态互动与学生多元读写能力提高之间的关系，实证表明，只有充分利用多模态平台并与其互动才能

提高大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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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多模态话语及其理论基础
学术界所探讨的“模态”指人类通过感官（如视觉、听

觉、触觉等）同外部环境（如人、机器、物件、动物）之间的

互动方式。顾曰国指出，“多模态（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是运用
三个或三个以上感官（如视觉、听觉、触觉等），通过声音、

语言、图像、动作等多种符号系统及多种手段进行交流的

社会现象。”［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Ｈａｌｌｉｄａｙ为代表的语言
学家创立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奠定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

理论基础。他从文化、语境、意义、形式、媒体等层面探讨

了除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如颜色、图像、声音和动作等在

话语中的作用，并把包括语言在内的其他社会符号系统

看作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符号资源［２］。

Ｋｒｅｓｓ将语言是社会符号的理论扩展到其他所有社
会符号中，并指出由五个层面的框架组成：形式层面，文

化层面，意义层面，语境层面，媒体层面［３］。Ｂａｒｔｓｃｈ认为
现实中“所有的交流都是多模态的”［４］，多模态的研究对

象已经扩展到了影像、网页设计、图片、通信、颜色、编排

等多种符号系统。这种以多种交际方式产生的话语就是

多模态话语。

２　多元读写能力
面对经济的全球化及多元文化的飞速发展，大学生

多元读写能力的构建提升到重要的位置。对于多元读写

能力的界定，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１９９４年，“新伦敦小
组”（ＮｅｗＬｏｎｄｏｎＧｒｏｕｐ）成员率先提出了多元读写（Ｍｕｌｔｉ
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的概念（其中包括识别民族差别、文化差别、语

境差别等的能力）［５］，并于１９９６年发表论文“Ａ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Ｆｕｔｕｒｅｓ”。Ｇｅｎｔｌｅ、Ｋｎｉｇｈｔ
和Ｃｏｒｒｉｇａｎ认为多元读写能力由５种成分构成：语言（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成分，听觉（ａｕｄｉｏ）成分，视觉（ｖｉｓｕａｌ）成分，姿态
（ｇｅｓｔｕｒａｌ）成分和空间（ｓｐａｔｉａｌ）成分；指出人们能通过多
种信息传递和信息网络来理解各种模态语篇，善于与他

人合作并帮助他们发展跨文化意识，具有发展批评性思

维的技能［６］。胡壮麟则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将多元读写

能力分为９个层面［７］。

３　多模态的互动
构建并提高大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需要多模态互

动［８］。包括学生与各种媒介之间的互动，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互动。学校可向学生提供一个多模态学习的平台；

学生通过多媒体技术、教学课件、图书馆、互联网等教学

平台进行独立自主的阅读，其中包括阅读各种文体的文

章，收集与教学相关的资料；运用现有的资源进行独立的

写作。

英语写作课可借助多媒体及网络实现多模态互动，

教师可通过信息技术、多媒体及网络平台来实现多模态

学习的互动。多媒体及网络环境下的多模态互动学习指

的是：教师通过教学理论和方法，运用计算机技术及网络

资源组织、指导学生使用网络平台。教师可在教学中采

用多模态互动的手段为学生提供图、像、声、形、文等交相

呼应的训练环境，使学生获得语用知识及交际意识，迫使

学生在复杂多变的语境中选择语言来阐述其思想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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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而促进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计算机、多媒体等

资源之间的多向互动；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

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的创新意识，使得语言学习成为一

种更加自然合理的行为模式。

４　中国大学生多元文化读写能力的构建
我国的教育体制有别于西方的教育体制，学生多元

读写能力的培养模式也有别于西方的培养模式。本文通

过对哈市某高校大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的调查，了解学

生的多元读写能力，并通过多模态的互动构建其多元读

写能力。

４．１　调查对象及数据收集
２０１３年４月，笔者对哈市某高校英语系２０１２级的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该校外语系２０１２级本科生４０人、专
科生５０人共９０名学生接受了调查，发放问卷９０份，收回
８５份，回收率为９４．４％。

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

问题访谈收集数据和信息，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归纳分

析，了解中国大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据此构建大学生多

模态的多元读写能力。

笔者设定了５个问题：（１）１０分钟内阅读４００字的英
语短文篇数；（２）文体识别，分别为记叙文、议论文、抒情
文、说明文、诗歌；（３）在１小时内采用４种不同文体对所
读的文章发表４００字的评论；（４）一周内完成２０００字小
论文的优良率；（５）论文相关信息获取的渠道（人际交流、
报纸、杂志、书刊、电视、互联网等）。

４．２　调查结果与讨论
笔者对调查问卷部分问题采用了相对量化计算分析

的方法。调查问卷被收回后，按照问卷的项目顺序逐项

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其在调查中所占的比率，通过调查访

谈的方法找出成绩优秀及成绩差的原因。

４．２．１　阅读短文篇数
笔者让学生１０分钟内阅读４００字的英语短文。如表

１所示，在１０分钟内能阅读５篇４００字英语短文的学生
人数为１０人，占总人数８５人的１１．８％；能阅读４篇的人
数为１３人，占总人数的１５．３％；能阅读３篇的人数为４５
人，占总人数的５２．９％；能阅读２篇的人数为１０人，占总
人数的１１．８％；能阅读 １篇的人数为 ７人，占总人数的
８．２％。

表１　阅读速度

阅读短文篇数／篇 阅读人数／人 占总人数百分比／％

５ １０ １１．８

４ １３ １５．３

３ ４５ ５２．９

２ １０ １１．８

１ ７ ８．２

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的阅读速度还有待于提高。

一半以上的学生能读完３篇文章，这部分学生如果加以
训练的话其阅读速度可提升，加入到读完４篇文章的学
生队伍。笔者对读完５篇的学生和读完１篇的学生进行

了访谈及对比：读完５篇的学生经常上网阅读一些外国
的文章、看英文报纸如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等，而且
这部分学生还经常看英文电影，听英语广播节目诸如美

国之音，英国广播电台等；读完１篇的学生则很少上网，
几乎不通过其它模态进行课外阅读，只限于老师布置的

作业。通过这两组学生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学生充

分有效地与多模态进行互动学习可提高其阅读速度。

４．２．２　识别文体种类
笔者将５篇文章分别设定为记叙文、议论文、抒情

文、说明文、诗歌，让学生识别。如表２所示，能识别５种
文体的人数为７０人，占总人数８５人的８２．３％；能识别４
种文体的人数为１０人，占总人数的１１．８％；能识别３种
文体的人数为５人，占总人数的５．９％。

表２　文体识别

识别文体种类／种 识别文体人数／人 占总人数百分比／％

５ ７０ ８２．３

４ １０ １１．８

３ ５ ５．９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由此可见，大多数学生能识别文章的主要文体，仅有

５．９％的人只能识别３种文体。笔者对识别５种文体和３
种文体的学生进行了访谈及对比：这两部分学生都反映，

平时教师经常通过学校的多媒体设备及教学软件对学生

进行有关文章文体的分析及练习，尤其是诗歌、议论文、

记叙文这３种文体的识别。因此，所有的学生都能识别
这３种文体。教师让学生与学校的多模态平台进行互
动，参与其中，使得学生在阅读文章的同时即可识别文章

的文体。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学生与多模态之间的互

动有助于学生对文章文体的识别。

４．２．３　发表评论采用文体种类
笔者让学生在１小时内采用４种不同文体对所读的

文章发表４００字的评论，文体分别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
文、抒情文。如表３所示，采用４种文体发表评论的人数
为２０人，占总人数的２３．５％；采用３种文体发表评论的
人数为２５人，占总人数的２９．４％；采用２种文体发表评
论的人数为３０人，占总人数的３５．３％；采用１种文体发
表评论的人数为１０人，占总人数的１１．８％。

表３　评论文体

采用文体种类／种 采用文体人数／人 占总人数百分比／％

４ ２０ ２３．５

３ ２５ ２９．４

２ ３０ ３５．３

１ １０ １１．８

通过调查发现，３５．３％的学生能采用２种文体对文章
加以评论，这２种文体分别为记叙文及说明文。通过访
谈得知，大部分的学生把精力用在阅读记叙文及说明文

文体的文章上，因而他们更倾向于写记叙文及说明文。

２３．５％的学生能采用４种文体对文章加以评论，通过调查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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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这部分学生平时喜好写作，经常通过多媒体、互联

网等手段与同学及老师进行沟通；探讨写作方向及写作

内容，利用多种手段提高写作技能。

４．２．４　写作论文成绩
笔者让学生根据所读的５篇文章，依据现有的多模

态平台在一周内完成２０００字的小论文，并评论其论文的
优良率。如表４所示，达到优秀的学生有１６人，占总人数
的１８．８％；良好的学生有２２人，占总人数的２５．９％；及格
的学生有４０人，占总人数的４７．１％；不及格的学生有７
人，占总人数的８．２％。

表４　论文成绩

论文成绩 每级人数／人 占总人数百分比／％

优秀 １６ １８．８

良好 ２２ ２５．９

及格 ４０ ４７．１

不及格 ７ ８．２

根据表４数据可以看出：达到优秀及良好的学生不
到总人数的５０％，可见学生写作的优良率还有待于提高；
及格的学生占总人数的４７．１％，这部分学生如果采用适
当的学习方法加以培训的话，可晋升到优良的学生行列。

笔者对优秀和不及格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及对比，达到优

秀率的学生通过６种渠道搜集论文资料，因而论文的观
点比较鲜明，符合时代气息，能够与时俱进；而不及格的

学生只通过１种或２种渠道收集论文资料，因而论据不充
分、文章的论证不是很全面、不符合时代气息。

４．２．５　获取信息渠道
笔者对学生论文获取渠道进行了调查，获取渠道分

别为人际交流、报纸、杂志、书刊、电视、互联网等。如表５
所示，通过６种渠道获取信息的人数为２４人，占总人数的
２８．２％；通过５种渠道获取信息的人数为２３人，占总人数
的２７．１％；通过４种渠道获取信息的人数为１６人，占总
人数的１８．８％；通过３种渠道获取信息的人数为１０人，
占总人数的１１．８％；通过２种渠道获取信息的人数为８
人，占总人数的９．４％；通过１种渠道获取信息的人数为４
人，占总人数的４．７％。

表５　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渠道 种类人数／人 占总人数百分比／％

６ ２４ ２８．２

５ ２３ ２７．１

４ １６ １８．８

３ １０ １１．８

２ ８ ９．４

１ ４ ４．７

　　调查表明：通过６种或５种渠道获得信息的同学，论
文达到了优秀或良好；通过４种或３种渠道获得信息的同
学，论文达到了及格；通过１种渠道获得信息的同学论文
不及格。

５　结　论
以上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只有充分地

利用多模态平台与其互动才能提高大学生的多元读写能

力。多元读写能力的提高需要多媒体课件、信息技术及

互联网的参与。教师及学生需要通过计算机网络及网络

教学平台与其进行多模态互动。学生需要多模态平台提

供的信息、情景、会话及协作等条件完成知识的构建，自

主实现个体学习。另外，教师和学生之间也可以利用多

模态的平台实现师生互动，教师可将阅读及写作原理介

绍给学生；通过教师的启发、引导，激活学生的思维，学生

经过判断、思考、选择接纳教师的意见，达到提高多元读

写的目的。此外，网络及信息技术缩短了学生与学生之

间的距离，并且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学生之间多模

态互动可优化其相互多元读写，并有助于提高并构建其

多元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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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ＢａｒｔｓｃｈＲＡ，ＣｏｂｅｒｎＫＭ．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４１：７７－８６．

［５］ＮｅｗＬｏｎｄ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Ｄ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Ｆｕｔｕｒｅｓ［Ｊ］．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６６，１９９６（１）：６０－９３．

［６］ＧｅｎｔｌｅＦ，ＫｎｉｇｈｔＭ，ＣｏｒｒｉｇａｎＭ．Ｍｕｌｔｉ－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Ｖｉｓｉｏｎ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ＥＢ／ＯＬ］．（２００６－１０－１４）［２０１３
－０７－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ｉｄｂｃ．ｏｒｇ．ａｕ／．

［７］胡壮麟．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Ｊ］．外语教
学与研究，２００７（１）：７－８．

［８］朱永生．多元读写能力研究及其对我国教学改革的
启示［Ｊ］．外语研究，２００８（４）：４．

（责任校对　谢宜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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